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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文学七十年足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文学园地百
花盛开，姹紫嫣红。传记文学以其文献性、传奇
性、艺术性和跨学科性等特点而独具魅力，产生
了巨大的社会作用。伴随着新中国70年的风
雨鸡鸣和沧桑记忆，传记文学在承传与变异、认
同与超越、写人与造神、歌颂与批判的两难选择
中，上下求索，多方参照，几度坎坷，几度辉煌，
走过了一条极不平坦的发展道路，终以多元开
放的创作态势构成一个色彩斑斓的艺术世界，
融汇到汪洋恣肆的世界传记文学的大潮之中。
赵白生在其《传记文学理论》里说：“传记文学，
魅力四射。她的文学价值、历史意义、心理效
用和教育功能是独一无二的。”从某种意义上
说，传记文学就是民族精神、民族性的集中体
现。“立天地之心，传民族之魂”，传记文学对弘
扬民族精神功莫大焉。70年来的中国传记文
学在与时代、与人民心心相印的前行中散发着
葳蕤光泽，成就了20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的最美
华章，成为源远流长的中华传记文化的重要遗
产。

文体勃兴 蔚为大国

传记文学这种体裁，无论中外，都古已有
之。不过，最初是属于史学家的领域，有“史传
文学”之称。中国古代的传记文学，一般认为始
于汉代司马迁《史记》中的纪传体篇章。《史记》
的出现，早于西方传记文学的开山之作——普
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它为史学与文学
的交融开辟了广阔道路，在我国史学史上，同时
也在文学史上，增添了一幅空前宏伟的历史人
物画卷。受欧美传记文学的影响，我国的传记
文学至20世纪30年代始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学
样式，在这方面，梁启超、胡适功勋卓著。前者
重在传记文学的现代转型，重造民族性格，后者
极力倡导与创作传记文学，“给史家做材料，给
文学开生路”，加上鲁迅、郭沫若、郁达夫、沈从
文、巴金、朱东润等著名作家学者的创作、翻译、
理论研究，使得传记文学这一古老的文体焕发
出新的生机与活力。像梁启超的《王荆公传》、
胡适的《四十自述》、鲁迅的《朝花夕拾》、郭沫若
的《沫若自传》、郁达夫的《达夫自传》、沈从文的
《从文自传》、巴金的《俄罗斯十女杰》、朱东润的
《张居正大传》等，或为杰出人物塑像，为时代中
的“这一个”树碑立传，或为自我叙事，通过自己
看出一个时代。这些都对后世的传记文学影响
深远。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当代传记文学
的发展开创了无限广阔的前景。改革开放以
来，作为文史兼备、“诗”“真”合一的文体，传记
文学的创作更是进入了黄金时代。它所达到的
成就，就题材、内容开掘的广度与深度，展现中
华儿女鲜活的人的身影、人的魅力与人性特质，
以及艺术形式、艺术方法与文体创新等方面，无
疑远远超过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以及更
早的现代传记文学30年。据专家统计，1949年
至1983年34年里国内出版各类人物传记图书
共计3400多部，而1984年至1990年则出版了
3700多部。（胡平《传记与历史》）进入1990年
代，传记文学更以每年1000部的数量激增。连
不写传记文学的作家陈建功也感慨系之：“我以
为我们的诗歌和小说创作的确面临着一些还待
解决的严峻问题；而相比之下，作为跨越于史学
与文学之间的文体，传记文学则正充分显示着
它的文体上的优势，拥有越来越多的读者，的确
显现出比其他文学品种更为生气勃勃的前景”
（《憧憬传记的“黄金时代”》）。而在进入21世
纪后，我国每年出版的各种形式的长篇传记大
约在6000-10000部之间，与长篇小说出版数
量大体相当。真可谓文体勃兴，蔚为大国，难怪
中外学者惊呼：“21世纪是传记文学的世纪”
（赵白生语），传记是“文学体裁中一个新的超级
大国”（霍尔罗伊德语）。

悄然勃兴的传记文学，枝繁叶茂，硕果累
累。虽说传记文学热潮的背后还潜伏着许多无
须掩饰的危机与隐忧，但传记文学以其70年来
的发展实绩证实了它对文学审美领域的卓越贡
献。传记文学高原的出现，确与实力雄厚、风格
各异、个性鲜明的一支庞大的作家创作/理论研

究队伍息息相关。
这支队伍中，既有20世纪40年代就已从

事创作的老作家，如朱东润和刘白羽，又有新时
期涌现出来的一大批中青年和老年传记文学作
家。其中，写领袖、将帅、领导人传记的有权延
赤、郭晨、何晓鲁、铁竹伟、董保存、范硕、忽培
元、孙琴安、吴东峰、朱洪、陈晋、钟兆云、孔东梅
等；写英雄传记的有张俊彪、王忠瑜、陈广生、殷
云岭、赵长安、修来荣、卓昕、赵俊清、陈明福等；
写文学家、学者传记的有周汝昌、乐黛云、钱理
群、桑逢康、林贤治、王观泉、肖凤、宋益乔、戴光
中、傅光明、钟桂松、沈卫威、丁言昭、韩石山、王
一心、郭久麟、孙宜学、曹尧德、毕宝魁、陈丹晨、
陈为人、房向东、孙郁、陆建华、邓加荣等；写艺
术家传的有石楠、倪振良、姜金城、解波、朱晴、
李玲玲等；写科学家、教育家传的有吴崇其、顾
迈南、郭兆甄、祁淑英、魏根发、张维、侯艺兵、刘
海军等；写企业家传的有王慧章、夏萍、陈清宇、
黄瑞等；写反派人物传的有徐铸成、王泰栋、薛
家柱、赖云青等。有的作家以写得多而杂闻名，
如叶永烈、王朝柱、陈廷一、徐光荣、赵云声；有
的作家则以擅长某一传记题材而引人注目，如
以写文化名人著称的李辉、张昌华，写晚清传
记、末代系列的贾英华，写海外政坛风云人物见
长的解力夫、张永和，写中外名人画传备受青睐
的师永刚。还有一些著名诗人、小说家、散文
家、剧作家、编辑家、报告文学家也兴致勃勃地
加盟传记文学创作队伍，如柯岩、徐刚、马烽、王
蒙、刘心武、冯骥才、彭荆风、贾平凹、叶文玲、韩
少功、魏巍、陈丹燕、苏叔阳、王维玲、何建明、王
蓬、张雅文等，极大地提升了传记文学的文学品
位。不仅如此，由于传记文学本身具有的诸多
特点，吸引了社会上各行各业许多人士从事传
记文学的业余写作，或写自传，或写他传，给当
代传记文学创作带来勃勃生机。

传记文学的创作与研究进入发展的快车
道，与中国传记文学学会（1991）、中外传记文
学研究会（1994）和国际传记文学学会（1999）
的相继成立、强力引领和合力推进分不开。加
上浙江师范大学传记文学研究中心（1993）、北
京大学世界传记研究中心（1998）、上海交通大
学传记中心（2012）等学术机构的建立，在传记
文学的体制化建设、专业人才的培养方面发挥
了重大作用，提升了中国传记文学创作与研究
的写作水准和学术质量。上述学术团体机构，
深感文化全球化和多元化时代对话交流的重
要性，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学术研讨活
动，成功举办了近50次学术研讨会，包括国际
学术研讨会10次。其中，中外传记文学研究
会和北大世界传记研究中心，跟国内约20所
高校合作，共同举办了26届中外传记文学研
究会年会，把传记文学的种子撒遍全国各地。
国际传记文学学会创始人赵白生教授，不仅担
任 2001 年英美同时出版的两大卷共 1090 页
的《传记文学百科全书》的顾问并撰写部分词
条，而且多次组织中国传记作家和学者代表团
赴欧美澳洲参会，发出中国声音以影响世界。
20 年来，国际传记文学学会已在中国、加拿
大、澳大利亚、德国、英国、美国、塞浦路斯、巴
西等国举办了十多届年会，成为这一领域最重
要的学术组织。此外，海外传记研究名家名著
与文学思潮的翻译引进与传播，极大拓展了研
究空间，其镜鉴意义不言自明。杨正润教授领
衔的国家社科重大项目“境外中国现代人物传
记资料整理与研究”的立项和顺利实施，取得了
丰硕成果。1994年创刊的《传记文学通讯》，
2013年创刊的《现代传记研究》，以全球化视
野、现代性眼光、前沿性话题独树一帜，在一定
程度上加速了传记诗学在中国的发展与建构。

经过改革开放40来年的发展，中国传记文
学研究界涌现出了朱东润、韩兆琦、陈兰村、杨
正润、寒山碧、赵白生、俞樟华、张新科、全展等
三代研究重镇，以及一批思想新锐活跃、研究
实力强劲的中生代、新生代理论批评家。他们
以其100余部研究著作、4000余篇研究论文，
共同构建了传记文学勃兴与发展靓丽的风景
线。

培根铸魂 记史雕像

传记文学是一种具有鲜明的民族性与人文
精神的文体。新中国70年来的传记文学，承续
了五四以来“新民”与“启蒙”的优良传统，用优

秀作品塑造立体的精神雕像，在培根铸魂方面
功不可没。

“十七年”时期，革命英雄传记大行其道，包
括梁星的《刘胡兰小传》、吴运铎的《把一切献给
党》、周而复的《白求恩大夫》、丁洪等的《真正的
战士——董存瑞的故事》、韩希梁的《黄继光》、
陈广生等的《雷锋的故事》，树立起一座座不朽
的丰碑。还有共和国成立初第一部集体创作
的、规模宏大的《志愿军英雄传》。这些传记作
品尽情讴歌工农兵英雄模范人物或国际共产主
义战士，反映了新中国蓬勃向上的时代风貌。

革命回忆录这种新兴的史传文学，在“十七
年”亦得到了蓬勃发展。《星火燎原》《红旗飘飘》
这两套大型丛书，集结了当时最有代表性的短
篇回忆录。其他如陶承的《我的一家》、缪敏的
《方志敏战斗的一生》、杨植霖等的《王若飞在狱
中》、黄钢的《革命母亲夏娘娘》等一批优秀中长
篇传记作品，也都传诵一时，深受欢迎。

“文革”10年，传记文学的发展受挫，但仍
出现了一种罕见的文学现象——“潜在写作”。
朱东润的《李方舟传》和陈白尘的《牛棚日记》，
在某种程度上为后来八九十年代的“怀人”与

“思痛”两大传记主题开了先声。
思想解放运动和改革开放的旷世伟业，为

中国传记文学的创新发展提供了丰厚土壤与用
武之地。1980年代，传记文学的复苏与振兴有
目共睹。领袖将帅及其他老一辈革命家的传记
成批涌现，包括刘白羽的《大海——记朱德同
志》、苏叔阳的《大地的儿子——周恩来的故
事》，及何晓鲁、铁竹伟讴歌陈毅元帅的《霜重色
愈浓》、点点写父亲罗瑞卿的《非凡的年代》、张
俊彪再现刘志丹的《血与火》等。

文学家、艺术家传记群星闪耀。出现了林
非、刘再复的 《鲁迅传》、肖凤的 《冰心
传》、田本相的《曹禺传》、凌宇的《沈从文
传》、李辉的《胡风集团冤案始末》、廖静文
的《徐悲鸿一生》、石楠的《张玉良传》、倪
振良的《赵丹传》。科学家传记如吴崇其、邓
加荣的《林巧稚》，学者传记如杨建业的《马
寅初传》，极大地丰富了传记文学的传主类
型，拓展了传记文学的题材领域。

20世纪90年代，我国进入转轨换型的市
场经济社会，名人传记成为非虚构文学中最受
欢迎的体裁。90年代至新世纪，传记文学热
点不断，高潮迭起，真正呈现出千帆竞发百舸
争流的多样化艺术格局。可以说，任何一种类
型的传主都有人写，一个作家写作多部传记，
一个传主拥有多部传记的现象屡见不鲜。

领袖将帅传记成为“领衔主演”。或选取
传主的早年/晚年的政治生涯，再现一代伟人
为寻求真理锲而不舍，为实现理想奋进不息的
生命轨迹，如庞瑞垠的《早年周恩来》、满妹
的《思念依然无尽——回忆父亲胡耀邦》；或
截取传主政治生涯的某一段聚焦，再现传主所
经历的时间激变的风雨云烟，如王朝柱的《开国
领袖毛泽东》、张步真的《渴望真话——刘少奇
在 1961》、毛毛的 《我的父亲邓小平：“文
革”岁月》；或叙写领袖的日常生活，以文
学-人学的目光，透视传主包括爱情、婚姻、
家庭在内的多元生态，如纪学的《朱德与康克
清》、孔东梅的《翻开我家老影集》。

企业家传记是这一时期传记文学的重要收
获。人们不再忌讳有人扣“为资产阶级树碑立
传”的“左”的帽子，于是，《中国大资本家
传》《中国红色资本家丛书》 等丛书应运而
生，桑逢康的《荣氏家族》、王慧章的《王光
英传》、夏萍的《曾宪梓传》结伴而至。对提
高民族素质、振奋民族精神起到了良好的促进
作用。

与商界成功人士同时保持高频率“出镜”
的是一拨又一拨科学家的联袂亮相。1990年
代末的 《中国国防科技科学家文学传记丛
书》，与新世纪初的《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
丛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奖人丛书》相
映成趣，让人们走近科学家的同时，充分领略
了科学家迷人的风采。“863”高技术科学家、
新时代科学家也成为新的文学传主，如徐光荣
的《科技帅才蒋新松》、聂冷/庄志霞的《绿色
王国的亿万富翁——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
传》、王宏甲的《中国天眼：南仁东传》。这类
传记呼唤国家意识的复苏与重构，弘扬科学家
精神，引起国人的广泛关注。

包括文学家、艺术家、学者在内的文化名
人传记长盛不衰。吴福辉的《沙汀传》、钱理
群的《周作人传》、董健的《田汉传》、王晓明
的 《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陈丹晨的
《巴金全传》、张新颖的《沈从文的后半生》、
王增如、李向东的《丁玲传》、陆键东的《陈
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刘海军的 《束星北档
案》等，描述了这一代知识分子在家园巨变、
时代颠沛流离中人生的抉择、心灵的探求与时
代命运的关联。王鲁湘、李兆忠的 《大山之
子：画家张仃》、史中兴的《贺绿汀传》、翟墨
的《圆了彩虹：吴冠中传》、刘彦君的《梅兰
芳传》，力图走进历史的深处，感受艺术家多
姿多彩的人生。

名人自传的“火爆”与平民传记的兴盛，

是90年代以来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与明星
自传的呼啸而来又呼啸而去有所不同，文化名
人自传确有后来居上之势。王蒙的 《王蒙自
传》、钱理群的《我的精神自传》、童庆炳的
《旧梦与远山》、柳鸣九的《回顾自省录》等作
家学者自传，叙述个人身世，鲜活地映现时代
变迁的历史，以其思想的高度、人性的深度、
文化精神的广度而深受受众喜爱。平民传记作
为被“遮蔽的历史”的发掘，深入生活的底
层、中国的民间去寻找当代中国的生命力，为
小人物树碑立传，体现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厚
德载物的审美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如刘心武
的《树与林同在》，刻画出一个富于人性、智
慧、尊严和个性的平民任众形象；陈丹燕的
《上海的红颜遗事》，再现了姚姚这个普通女子
的凄婉故事；李崇安的《牵手一家人》，表达
出底层民众坚韧的生命力与生存智慧；刘红庆
的《向天而歌》，叙写了一群默默穿行在崇山
峻岭间的盲艺人的故事。

在全球经济和政治、文化发展新趋势的有
力推动下，21世纪中国的传记文学不断鼎新
与拓展，挺起时代的文学脊梁，出现一些新走
向。概括说来，以下两个方面特别值得铭记：

对改革元勋功臣的深切怀念，为激情燃烧
的岁月记史立传。新世纪以来，有关邓小平、
胡耀邦、习仲勋、谷牧、万里、任仲夷、项南
等改革元勋功臣，各自都有一部或数部传记，
留下一个个澎湃着变革图强时代高音的鲜活生
命。程中原、夏杏珍的《历史转折的前奏——
邓小平在1975》，聚焦动乱中孕育的改革，浓
墨重彩地刻画了邓小平在1975年整顿这一特
定历史时期的思想理论、政治智慧、斗争艺
术、性格特征和人格魅力。满妹的《思念依然
无尽——回忆父亲胡耀邦》，通过叙述胡耀邦
冲破“两个凡是”、平反冤案、跋涉新长征、勤政
中南海、推进“全面改革”等重大事件中的言论
行为，特别是人物在尖锐复杂的矛盾冲突中表
现出来的非凡胆识，展现了人物的磊落品格和
丰功伟绩。李春雷的《木棉花开——任仲夷在
广东》，截取任仲夷执政南粤、敢为人先的一
段人生最辉煌的时期，再现了一个立体鲜活、
真实可信的改革先驱形象。

为中国历史文化名人集束立传，以中国故
事提供一种让人仰望的精神价值。由中国作家
协会主持的国家重大文化工程《中国历史文化
名人传》大型丛书，目前已出版70部。它把
再现历史、艺术探索和中国精神的构建三者密
切结合，既让文化先贤深入寻常百姓家，又使
之成为与世界对话的中国文化符号。王充闾的
《逍遥游·庄子传》、杜书瀛的《戏看人间·李渔
传》、周汝昌的《泣血红楼·曹雪芹传》、李洁非的
《天崩地解·黄宗羲传》、马瑞芳的《幻由人生·蒲
松龄传》、缪俊杰的《梦摘彩云·刘勰传》、董乃斌
的《锦瑟哀弦·李商隐传》、陈歆耕的《剑魂萧韵·
龚自珍传》、陈漱渝的《搏击暗夜·鲁迅传》、李斌
的《女神之光·郭沫若传》等，成为新时代传记文
学的上乘之作。

反思历史 镜鉴未来

新中国传记文学中的反思意识，是在改革
开放之后随着整个民族的历史反思而走向自觉
并逐步强化的。1980年代中期，中国社会兴起
了“文化寻根”热，不仅在人文科学的学术领域，
而且在艺术创作领域，都涌现出了一股反思历
史、反思文化的思潮。人们翻检中华5000年的
文明史，力求重评历史人物，以寻求社会发展的
历史动力。世纪之交作为特定时间段，自然具
有回顾与前瞻两种含义。传记文学此时当仁不
让承担起了反思历史、镜鉴未来的历史重任。
诚如学者李洁非所言，“在小说草草撤
出历史反思这块领地以后，是传记文学
从这里站立起来，使文学的重要和基本
功能得以延续，而它取得的进展，也已
超越当年的‘反思文学’。”（《传记文学
的勃兴》）

在对历史的反思中，传记作品大致
沿着两大主题方向深化：一是对于领袖
人物与执政掌权关系的反思，大抵表现
为政治理性；二是对于知识分子尤其是

文艺知识分子坎坷命运的反思，大抵表现为文
化理性。

领袖是党的旗帜，革命的舵手。中国共产
党在它创建以来的 98 年间，有伟大的功绩，
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也遭受过严重的挫折，犯
过严重的错误。许多传记作者包括领袖的亲
属子女，都将视野投向中共成为执政党以来
的历史时期，聚焦几十年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
设，回顾党和国家所走过的不平坦的道路，其间
既有胜利的辉煌，又有惨痛的教训。传记作品
反思的是过去，思索的却是现在，更是为了镜鉴
未来。

张步真的《渴望真话——刘少奇在1961》，
截取了新中国五六十年代政治经济风起云涌、
变幻反复这一历史时期。作品回顾审视那段饥
馑、多难的历史岁月，再现了领袖和百姓们在那
一时期的真实命运。它给我们留下了两个镜
面，一个是刘少奇在湖南44天调查研究反映了
三年苦日子民不聊生的镜面，一个是刘少奇作
为伟大人民公仆的镜面，让人感受到刘少奇为
国为民、直面现实、渴望真心、敢讲真话并为此
而付出沉重代价的人格魅力。

真正以传记的形式对“文革”进行毫不留情
的、清醒而透彻的思想清算和犀利深刻的历史
反思的，首推毛毛的《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
岁月》。作者精辟地指出：“‘文革’所留下来的，
不只是沉痛和创伤，更有可以思考可以以兹为
戒为鉴的重要历史教训。虽然在‘文革’10年
中，国家之损失、党之损失、人民之损失巨大而
惨痛，但是，它的谬误给人们留下的教训和警
示，却是极其重要的。”传记从一个特殊的角
度，对邓小平在“文革”10年中跌宕起伏的政
治历程、他在这个过程中对中国前途命运的深
入思考等，都作了生动的记叙。传记中邓小平
身处逆境仍殚精竭虑地探索着富国强民之
路，告诉了人们一个基本事实：如果没有“文
革”这个惨痛的教训，那么，我们的党可能还不
会轻易地从迷雾中走出，可能还不会痛下改革
的决心，可能还要在另一种形式的探索中走更
加漫长的道路。

还有很多作品反思了特定历史环境下知识
分子的坎坷命运。它使人们深刻地认识到，在
极“左”路线的统治下，知识分子背负的十字架
是最为沉重的，他们成了新中国成立后前30年
历次极“左”运动的革命对象。“资产阶级知识分
子”“臭老九”这一恶谥，不仅剥夺了知识分子的
社会地位和历史责任，而且也使一些知识分子
从精神上自动放弃了自己的地位和责任。对于
这段历史的追寻与探索，相关的传记作品令人
目不暇接。诸如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
曹禺、冰心、丁玲、胡风、周扬、沈从文、夏
衍、田汉、冯雪峰、傅雷、钱锺书、陈寅恪、
邵燕祥等作家、学者纷纷入传，少则数本，多
则可达数十本。这些风雨中的雕像，正好促使
人们去反思那一时代的悲剧。

传记文学对知识分子命运反思有着重要认
识价值的，尤以《世纪回眸·人物系列》（上
海文艺出版社）和“百年人生系列丛书”（北
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格外引人注目。前者通过
几代知识分子不同的生活历程、心灵历程以及
学术历程的描述，达到一种对20世纪的整体
性反思，从而使我们有更多的理性来抉择下
一个世纪的路该怎样走下去。后者通过一批
基本与20世纪同行、在当今社会具有相当影
响力的文化老人回溯自己人生经历的形式，
反映百年历史中我们民族艰难行进的轨迹，描
述个人生活与时代不可须臾而分的关系，记
录中国知识分子迷误与觉醒的心路历程。无
论是前一系列中的 《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
传》《“人性的治疗者”·沈从文传》《信念的
旅程·冯友兰传》，还是后一系列中的《思痛
录》《又见昨天》《昨夜西风凋碧树》，都包含
了两代人的精神对话。这种精神对话，正是
现代传记写作所追求的史诗境界。

作为当代文学中最为敏感而活跃的文体
之一，传记文学也严重地受制于中国当代社
会生活:它曾经高扬时代精神，是一种强大的
意识形态话语，人物的个性与人性内涵一度
成为创作的盲点和禁区；“文革”10年，反映
真人真事的传记文学写作停滞了；改革开放
后，随着文化趋向多元，传记文学开始闪动
鲜活的人的身影，注重传主人性的丰富性和复
杂性，日益体现出鲜明的人文精神和家国情
怀。新时代，机遇与挑战并存，忧患和惊喜同
在。我们期待更多有思想有才华的作家，为时
代立传，为人民立传，讲好精彩中国故事，写出
传记文学的高峰之作。

新中国70年传记文学创作：

立天地之立天地之心心 传民族之魂传民族之魂
□全 展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开始，当代传记文学不断发展

更新，并在改革开放后进入了

黄金时代。传记文学以其70年

来的发展实绩证实了它对文

学审美领域的卓越贡献。传记

文学高原的出现，确与实力雄

厚、风格各异、个性鲜明的一

支庞大的作家创作/理论研究

队伍息息相关。

从革命英雄传记、革命回

忆录、“潜在写作”到多元化的

传记形式，新中国70年来的传

记文学一直坚持用优秀作品

塑造立体的精神雕像，在培根

铸魂方面功不可没。

改革开放之后，随着整个

民族的历史反思走向自觉，传

记文学也逐步强化了反思意

识，并表现为政治反思和文化

反思两个方向。通过文学方式

的反思，反映出了特定时代的

人物命运，描述了个人生活与

时代不可须臾而分的关系。


